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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學業成就、父母態度對網路使用動機關係之探討 中文摘要 研究生：李威德 指導教授：鍾育明博士 本研究旨在做學業成就

、父母態度對網路使用動機關係之探討。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調查法，以500位國三學生為抽樣調查之對象，最後回

收之有效問卷為 476份。將所得之資料透過SPSS12.0以相關分析、描述性統計（次數統計分析、百分比）、獨立樣本T檢

定、單因子變異數、簡單線性迴歸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探討。本研究最後所得之結論如下： ㄧ、性別在學業成就上不具有

差異，也就是國中階段的男、女學生在學業成就上，並無顯著差異。 二、性別在父母態度上不具有差異，也就是父母親對

於國中階段的男、女學生在網路使用上的態度，並無顯著之差異。 三、性別在網路使用動機上不具有差異，國中階段的男

、女學生在網路使用上的態度，並無顯著之差異。 四、不同學業成就國中生對網路使用動機，具有顯著之差異。 五、父

母態度對網路使用動機，具顯著之正相關。 六、不同上網地點對網路使用動機，具有顯著之差異。 七、不同上網時間對

網路使用動機，具有顯著之差異。 關鍵詞：學業成就、父母態度、網路使用動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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